
42 青春岁月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及其门客融合先秦时期诸子百家

之言而成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为杂家的代表作。祖先

崇拜来源于鬼魂崇拜，《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

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

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成为人神或人鬼，继续生活在

另一个世界。本文所谓的“近祖”，是与三皇五帝等远祖相

对而言的，吕书十二纪纪首列出的宗庙祭祀活动以周代祭祖

礼为底本，是最能体现祖先崇拜的部分。祖先崇拜来源于鬼

魂崇拜，《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

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古人认

为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成为人神或人鬼，继续生活在另一个

世界。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所列宗庙之祭如下：

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田”后“执爵于太寝”“劳酒”

（报）。

仲春——天子“献羔开冰，先荐寝庙”。

季春——天子“荐鞠衣于先帝”“荐鲔于寝庙，乃为麦

祈实”。

孟夏——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后妃献茧，……

以给郊庙之祭服”。

仲夏——天子“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

季夏——天子“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命

妇官染釆，……以给郊庙祭祀之服”。

孟秋——天子“尝新（谷），先荐寝庙”。

仲秋——天子“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季秋——天子“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孟冬——“烝”“（以祠于公社及门闾后的牺牲）飨（腊）

先祖五祀”。

季冬——天子“尝鱼，先荐寝庙”“命四监收秩薪柴，

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

周代行宗法制，对血缘关系尤为看重，对祖先的祭祀也

越发重视，祭祖活动所用的礼乐和祭品的规格有严格的规定。

天子祭祀祖先的庙祭活动几乎每月都有，刘雨先生在《西周

金文中的祭祖礼》一文中总结了 20 种祭祖礼，可见祭祖礼节

之烦琐。天子祭祖所用的供品，有许多是由天子和后妃们亲

自参与制作或监督的，如“后妃献茧”，又如《审分览·任数》

记载韩昭厘侯因祭祀祖先前“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

于是“令官更之”。周天子祭祖要配乐，《仲夏纪·适音》：“《清

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进乎音者矣。”《清

庙》为歌名，静穆素雅，《诗经·周颂》中有《清庙》一篇，

是祭祀祖先周文王的乐歌。

总结起来，吕书十二纪纪首明确提到的祭祖活动名称主

要有“荐”“尝”“烝”“报”“献”“享”等，除此之外，

还有“腊”（吕书为“飨”，疑误）一说，具体分析如下：

1、荐、尝、献

《吕氏春秋》中“荐”字共出现 8 次，每次都与宗庙祭

祀有关；“尝”字共出现83次，其中7次与宗庙祭祀有关；“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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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共出现 26 次，其中 3 次与宗庙祭祀有关。吕书中的“荐”

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荐新（6次），与“尝”“献”的意思基本相同，都

是指将时令新收获的新鲜食物献给祖先，是宗庙之祭的日常

祭祀内容。几乎每个月都有尝和荐的祭祀活动，而除了向祖

先表达崇敬和感恩之情外，还有“为麦祈实”等其他目的。《礼

记·少仪》：“未尝不食新。”孔颖达疏曰：“尝谓荐新物

于寝庙也。未尝则不忍前食新也。”荐新与正式的祭祖活动

不同，是祭祖活动的简化模式。清人金鹗曾详细论述过荐与

祭的区别：

荐者仿乎祭礼而为之而与祭异也。祭必卜日，荐不卜日；

祭有尸，荐则无尸；祭有牲，荐则无牲；祭有乐，荐则无乐。

此其异也。荐有三：一曰天子诸侯之荐，一曰大夫士之荐，

一曰庶人之荐……荐本无牲而天子荐新用羔、彘、犬，似亦

有牲矣。然天子祭以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备，而荐新仅

用一牲；且羔异于羊，彘异于豕，犬非宗庙正祭所用，则可

谓无牲也。刍与鱼不必言矣。

《礼记·王制》：“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玄注曰：“有

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又曰：“庶人春荐韭，

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也就是说，有田者和无田者都

要对祖先“荐新”，荐新是从天子到庶民的一项普遍的祭祀

活动。

二是献俘，《仲夏纪·古乐》记载：“武王即位，以六

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馘俘于京太室，

乃命周公为作《大武》。”“荐馘俘”即献俘于庙。两军相交，

战胜方在举行告祭时，要向祖先献上俘虏，生者为“俘”，

馘为献上死俘的左耳，《大雅·皇矣》“攸馘安安”句毛传曰：

“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

三是荐人，为引荐之意。吕书《不苟论·赞能》篇有齐

桓公在祓除仪式后将管仲荐于祖先的记载：

（齐桓公）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曰：“自孤之闻夷

吾之言也，目益命，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

因顾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

而出。

除此之外，“馈”也有“献”的意思，不过相较之下显

得更为随意。《审分览·任数》篇记载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

看到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的行为时，说“今者梦见先君，

食洁而后馈”，也就是自己吃过的东西才送给“先君”，是

对颜回的讽刺，这里不说“献”，说明“馈”比“献”少了

一层尊重的意思。《周礼·天官·玉府》曰：“凡王之献金

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之藏之。”郑玄注曰：“谓

百工为王所作可以献遗诸物。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则曰献，

通行曰馈。”

综上，荐、尝、献一般是指将时令鲜物进献给祖先、每

月都要举行的活动，虽不如“祭”正式，却从细微处反映出

子孙对祖先的尊敬和惦念之情；荐俘、荐人亦反映出祖先在

子孙心中的重要地位。

2、报、告

吕书《慎大览·慎大》篇有武王克殷，在颁布一系列政

令后，“西归报于庙”的记载。这是牧野之战武王克纣的大捷，

周公所作《大武》即歌颂武王凯旋之乐。武王战胜后在“太

室”举行告祭祖先的祭祀活动，太室指清庙，陈奇猷认为“指

太庙之中央室也”。“报”属于献捷礼，献捷礼是军礼的一

种，是战争结束之后战胜方向上帝、祖先和诸神报告战果，

并献上战利品的祭祀仪式。《左传·庄公三十一年》：“六月，

齐侯来献戎捷。”杨伯峻注曰：“战胜而有所获，献其所获

曰献捷，亦曰献功。”除了战俘外，要献给祖先神的还有武器、

车马等战利品，《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杜预注曰：“饮于庙以数车徒器械

及所获也。”“报”“告”除了向祖先报功外，也有将功劳

归于祖先之意。吕书《孟春纪·孟春》言天子躬耕帝籍后要“执

爵于太寝”，高诱注曰：“爵，饮爵。太寝，祖庙也。示归

功于祖先，故于庙饮酒也。”

《恃君览·行论》：“夫舍诸侯与汉阳而饮至者。”毕

沅注曰：“‘舍’疑‘合’字误。”陈奇猷亦同此说。“合”

是会盟的意思，也就是说会盟诸侯时，在向祖先进献过战俘

和战利品后，要举行“饮至”之礼。饮至之礼即告祭祖先活

动结束后天子在宗庙中举行的犒赏将士、款待诸侯的宴会。

除祖先和社神外，告祭的对象还有上帝和山川。通常来说，

大捷时才告祭上帝，且只有天子才能告祭上帝，这是天子与

诸侯告祭最显著的区别。同时，天子告祭大社（王社）和全

部名山大川，而诸侯只能告祭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社和山川，

这也是天子告祭区别于诸侯之处。

3、腊（蜡）

吕书《孟冬纪·孟冬》曰：“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

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飨先祖五祀，劳农

夫以休息之。”《礼记·月令》则“飨”字为“腊”字，陈

奇猷先生疑吕书此处原文亦作“腊”，除此之外，还有“蜡祭”

一说。郑玄对《礼记·月令》“腊先祖五祀”一句注曰：“此《周礼》

所谓之蜡祭也。天宗，谓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杀群牲割之也。

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

腊，互文。”孔颖达疏曰：“此等之祭，总谓之蜡。若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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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天宗、公社、门闾谓之蜡……其腊先祖五祀，谓之息

民之祭。”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提出：“《月令》有腊

而无蜡，秦制也；《郊特牲》有蜡而无腊，周制也。”王利

器《吕氏春秋注疏》在此处引《礼记外传》“蜡祭即腊祭也，

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谓之蜡祭，秦曰腊”一句，并结合《始

皇本纪》“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的记载，提出“始

皇三十一年十二月以前仍名腊也”。《左传·僖公五年》：“宫

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杨伯峻认为此处的腊

祭所指时间为夏历十月，即周历十二月。腊祭在春秋时已有，

秦以后将夏历十二月改为腊祭之月。

《礼记·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

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春秋公羊传》曰：“大事者何？大

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百神是岁末的大祭，即腊

祭，是一年中最盛大的祭祀活动。腊祭是年末（孟冬月即周

历十二月）的大祭，这个月要大行祭祀，全民狂欢，百姓在

终年劳碌后尽情享受，“一国之人皆若狂”，腊祭结束后“劳

农夫以休息之”。因此，蜡祭与腊祭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

因周、秦所用历法和祭祀制度的不同，导致了两者的混淆。

除上述定时举行的庙祭活动外，梦到先人时也要进行祭

祀。《离俗览·上德》篇记载骊姬在陷害太子申生前，告诉

申生自己梦到其母姜氏，所以申生才会有“祠”其母的举动，

因而中了骊姬设下的圈套。申生“祠而膳于公”就是指将祭

祀母亲用的祭肉献给父亲食用，以表达对父亲的尊敬之意。

这说明祭祀后要将供品分给亲人食用，尤其是族中的长辈。

天子祭祀结束后剩下供品也是如此，要将祭肉等与家族

中的重要成员或大臣按照地位等级分而食之，即在祭祀结束

后举行宴饮活动，如《孟春纪·孟春》中的“劳酒”、《孟

冬纪·孟冬》中的“大饮蒸”等活动，高诱注“蒸”字曰：

“蒸，俎实体解节折谓之肴蒸也。”《礼记·祭统》曰：“俎

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

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

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

之必均也，善为政者如此。”因此祭祖活动结束后，子孙代

替祖先分赐祭品的行为，一是古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

二是提醒众人要对祖先心存感激。尤其是在周代实行宗法制

后，祭祖活动的政治作用不断加强。《小雅·楚茨》曰：“诸

父兄弟，备言燕私。”朱熹《诗集传》注曰：“祭毕既归宾

客之俎，同姓则留与之燕，以尽私恩，所以尊宾客、亲骨肉

也。”由此可见，祭祀活动后的宴飨是最具实质性意义的环节，

也是周天子笼络诸侯和群臣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祭祀祖先的活动在吕书反映出的各种祭祀活

动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说明祖先崇拜是先秦时期宗教信仰的

重要部分。祖先神与自然神不同，自然神有着善与恶两重性

格，“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

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而祖先神皆为善神，

其对子孙的奖惩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庇佑后代。正是出于

对祖先的敬重和信任，宗庙成为举行驱邪、盟誓等重大仪式

的重要场所之一。《孝行览·本味》篇有汤得到伊尹后在宗

庙里举行了祛除灾邪的仪式（祓）的记载：“祓之于庙，爝

以爟火，衅以牺豭。”毕沅注曰：“《风俗通·祀典》引此

句下有‘熏以萑苇’四字，《续汉书·礼仪志中》注亦同，

今本脱去耳。”王利器认为，脱去的四字中的“熏”是指用

萑苇沐浴，而衅则是指以血涂身。古人认为血液代表着某种

神秘的灵力，以血涂于某种物体表面，则这种物体就会被赋

予灵力，可以抵御疾病巫蛊，祓除不祥。“爝”是指以芦苇

等束成火炬点燃成为“爟火”，用以祓除不祥，先秦时期人

们认为火具有驱邪消灾的作用，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因此，

此处祓的内容是举火驱邪、以牲血盟誓和以萑苇沐浴，即

“爝”“衅”和脱去的“熏”，这与火崇拜、血液崇拜和水

崇拜等有关系。周时的宗庙成了国家的象征，《贵直论·知化》

中越国灭吴国，“夷其宗庙”即指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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